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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民互市实现民族地区自我发展能力建设——以云南省
怒江州边境贸易访谈调查为例

和海珠

中央民族大学，北京，100074；

摘要：边民互市不仅是一种沿边民族群众的内在需求，更是一种特殊社会性表达，承载着跨越区域的人文关怀。

边民互市是基于双方资源禀赋，对经济资源进行互通有无，实现生计互补，促进了民族交往交流和交融，促进民

族地区自我发展能力建设，为区域地区持续健康发展提供了边疆治理案例。本文主要从边民互市，沿边民族地区

自我发展能力建设等维度出发，探讨两者之间的关系及边境民族地区持续健康发展的动力与路径。

关键词：边民互市；自我发展能力；民族地区发展

DOI：10.69979/3029-2700.24.9.028

1 引言

“边境兴则边疆稳，边民富则边防固。”党的十八

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从维护国家安全和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出发，提出了“治国必治边”的战

略思想，对强边固防、兴边富民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批

示。2021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第四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

会开幕式主旨演讲中指出：“中国将更加注重扩大进口，

推进边民互市贸易进口商品落地加工”。2021 年 8月，

习近平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的讲话中提出“要完善差别

化区域支持政策，支持民族地区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提

升自我发展能力……要完善沿边开发开放政策体系，深

入推进固边兴边富民行动。”沿边地区是要进一步以推

动沿边开发开放为契机，在固边兴边富民的同时，与邻

国、区域内国家乃至全球共享我国发展的红利，在推进

边疆富裕的同时，实行边民互市。沿边地区主要是民族

聚居的“边山穷”地区，边民互市促进区域自我发展能

力建设层面，有助于兴边富民行动目标的落实。

2边民互市促进民族地区发展发展能力建设分

析

2.1 边民互市

互市可以分为官市、民市、鬼市三种，其中，“官

市”又有“合市”等其他称谓。邓前程（2005）、冯金

忠（2013）等人认为“官市”是中央王朝的民族政策、

经济政策及与周边国家或族群关系的集中体现，“民市”

又称“赶圩”，张雨龙(2022）人通过对边境互市的研

究，提出互市有两种状态：有序和混沌。“鬼市”一般

是指不见人的物物交换形式，文献记载较少。边民互市

是指边境地区边民在我国陆路边境 20 公里以内，经政

府批准的开放点或指定的集市上，在不超过规定的金额

或数量范围内进行的商品交换活动。由于边民互市经济

成交数额小且作为国家对外贸易的一种补充形式，因此

往往被认为是一种对国家经济建设没有较大作用、对国

防建设可能造成压力的边境装置。随着国家级顶层合作

倡议——“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边境地区的通商孔

道逐渐开始发挥其对外联结、对内发展的重要作用，而

作为两国边民相互交往的边民互市也开始得到国家及

边境省区的重点关注。

2.2 区域自我发展能力

区域自我发展能力早可追溯到古典经济学派的创

始人亚当·斯密（AdamSmith，1776），之后李嘉图（D·R

icardo，1817）、彭罗斯（EdithPenrose，1959）等人

进行了发展，逐渐形成了一个综合性的概念，其中，王

科（2008）认为，区域自我发展能力是一个综合性概念，

是指一个区域的自然生产力和社会生产力的综合，是对

一个区域的自然资本、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

积累状况的整体描述。这种能力强调的是区域经济社会

发展的自身基础和造血功能，但它不排斥外围力量对这

一地区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而在本文中边民互市对区

域自我发展能力建设涉及的也是综合性的概念，既要分

析边民互市对怒江边区域发展能力各层面的的造血功

能，又要分析互市过程中存在的不足之处，进而借助外

力进行输血功能，促进地区发展能力的建设。

2.3 怒江州边民互市促进地区发展能力的成效分

析

边民互市是地区自我发展能力建设的具体实践，通

过互市实现呈现了发挥沿边地区资源禀赋、比较优势及

发展条件，是实现地区自我发展能力提升的有效路径。

怒江的边民互市主要是通过贸易合作社的形式，提高了

互市贸易的组织化程度和市场竞争力，实现了地区发展

的发展能力建设。

一是边民互市促进地区产业的协同发展。怒江州草

果产业具有竞争优势，以草果种植为基础，当地积极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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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全产业链发展模式，建设绿色香料产业园区，集加工、

研发、商贸、展示、文化旅游等多种功能于一体，实现

了农业与加工业、服务业的协同发展，带动了怒江沿边

3个县(市)30 万人受益，全产业链产值达 21.8 亿元。

随着边民互市的发展，人员往来频繁，为怒江州文旅产

业带来了机遇，促进了当地民宿、餐饮、购物等旅游相

关产业的繁荣。例如，浦东·怒江文旅协作项目发布会

举行，两地共同发布主题旅游线路，签署文旅合作交流

项目协议，推动了怒江州民族文化、户外徒步等旅游线

路的开发，进一步促进了文旅产业与其他产业的协同发

展。

二是边民互市促进地区经济的增长。自 2023 年 1

月片马口岸边民互市上线运行以来，怒江海关不断调整

优化进口商品种类，规范货物监管验放，推动了边民互

市贸易的快速发展。2024 年一季度，怒江海关共监管边

民互市货物 5087.39吨，货值768.89 万元，同比增长 6

1.82%，合作社在这样的环境中，积极组织边民参与，

使边民切实享受到了实惠，拓宽了边民的致富增收渠道。

数据来源：怒江州政府统计公报

从表中可以得知怒江的外贸进出口总额总体呈现

上升趋势，除了受疫情因素影响期间外贸增长有所减少，

从 2020 年的 8.91 亿元减少到2021 年的 6.37 亿元，随

着经济的逐渐复苏，外贸也逐渐呈现上升趋势，到了 2

023 年外贸进出口总额达到了 11.7 亿元。而且边民互市

也带动了边民收入的增加，根据调查自 2023 年片马口

岸边民互市上线依赖，备案边民直接增收 30万元。

三是互市贸易促进边民就业岗位的增加。随着边民

互市贸易贸易规模的扩大，相关装卸、运输、仓储等工

作岗位需求增加。随着进口商品的落地加工，促进了当

地相关产业的发展，如特色农产品加工、制造业等，创

造了更多的就业岗位，提高了商品附加值，形成了产业

发展与就业的良性互动，进一步带动了当地产业的升级

和发展。边民互市的发展带动了周边餐饮、住宿、零售

等服务业的繁荣，为当地居民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

改善了生活条件，促进了社会稳定，如当地的餐馆、旅

店、超市等因边民互市带来的人流增加而扩大经营规模，

需要招聘更多的员工。到 2026 年，怒江州计划通过发

展口岸经济，使片马口岸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净增 30 户

以上，带动就业 60人以上。

从边民互市的持续性发展来看，尽管边民互市贸易

有着国际区隔的障碍，但长期构建的良好跨区域互动与

互惠抵消或缓解产销两区域的供需矛盾，而且两区域互

市互补余缺，带动了两区域就业，增加收入，带动了区

域协同发展，有利于区域自我发展能力建设。

3 边民互市促进地区发展能力建设困境分析

3.1 沿边地区口岸基础设施比较落后

怒江互市贸易口岸地理环境较差,气候条件恶劣,

经济发展落后,地方财政收入不足,难以投入大量资金

用于建设基础设施，由于开放时间较长和资金投入不足,

基础及配套设施面临着较为严重的损耗和老化问题,使

得通关效率较低。2024 年 11 月 22 线上访谈货物进出口

的边民：

我们货物进出口就是办理一个边境通行证就行，然

后基本上是一车一车拉出去，并不是像赶集似的有很多

人那种，像我们超市的话就是拉一些日用品出去，然后

又拉进来一些这边卖的比较好的日用品啥的，也就能挣

点小钱，片马这边的口岸太陈旧了，好多那个设施都不

行，而且现在缅甸乱的很，大家进出口积极性也不是很

高。所以今年口岸也停了，说是要升级改造了，估计以

后会好一些吧。

而且，沿边地区的铁路、公路通车里程和路网密度

都很低,铁路仅通达部分重要的沿边口岸,且多为普通

铁路,多数公路等级较低,与全国的平均水平相比存在

一定差距。

3.2 周边国家地缘政治风险较高

缅甸北部地区长期存在民族地方武装与政府军的

冲突等不稳定因素给边民互市带来较大的不确定性和

风险。例如：非法移民、毒品走私等非法活动不仅破坏

边境地区的社会稳定和安全，还可能干扰边民互市的正

常秩序，增加边民互市管理的难度和成本，甚至可能导

致边民互市的部分区域被用于非法活动的掩护，损害边

民互市的合法合规性和可持续发展。就近两年来看，怒

江的边民互市数量减少，规模缩小，最重要的原因就是

缅甸的动乱。

3.3 沿边地区边民互市贸易发展有待进一步提高

为了对怒江怒江边民互市实际情况进行掌握，2024

年 11 月 20 日对怒江片马相关工作人员进行线上访谈：

怒江这边就一个口岸，就是片马那边，进出口的产

品种类很多，有怒江草果、还有很多超市日用品这些，

大部分就是初级产品，配套加工的厂子也很少，交易主

要通过手机微信聊天，看对方需要什么东西，就在手机

把那个订单发给对方，之后就会约定时间把货送到，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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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高端的什么互联网啥的会弄的也不多，就目前来说，

缅甸那边买货的人大部分是中国人，而且大部分都是亲

戚关系，要么就是有通婚关系那种。

怒江与缅北的互市贸易历史悠久，但是存在规模小、

层次低、结构单一的特点，加之边民经济水平有限,收

入不稳定,缺乏充足的资金从事互市贸易。而且边民参

与积极性不高、缺乏创新人才支持等问题,边民互市贸

易潜力尚未充分发挥（魏浩,杨明明，2024）。更为重

要的是沿边地区缺乏从事边境贸易的创新型人才,难以

适应新兴的“互联网+边境贸易”,不利于沿边地区通过

边民互市增加自周边国家的进口。

4边民互市实现地区自我发展能力提升路径分

析

4.1 利用“边民互市+落地加工”新模式促进边民

增收

借助怒江互市进口原料成本低的优势，探索出了

“边民互市+落地加工”的改革思路，引进加工企业落

户边境地区发展，建立专业园区。统筹推进兴边富民和

稳边固边，持续完善边民互市交易流程、利益分配机制，

以及“多地备案、多区交易”“异地落地加工”等模式，

在做大边民规模、做多贸易种类上下功夫，加快促成一

批落地加工项目投产，使边民互市政策真正惠及边民、

集体和企业。

4.2 边民互市管理服务智慧化

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完善风险预警机制，积极

探索“线上互市、线下通关、一级采购、二级内销”的

互市贸易新模式，与大型农产品货场联手建立“落地加

工企业园”，促进边贸合作社与边民、落地加工企业形

成稳固的合作和产销关系。边民资质申请核验便利化。

地方政府开发数字互市服务小程序和边民电商二级交

易平台，为边民提供边民个人线上自主注册、边民证核

验、人脸生物活体识别、申领营业执照、开通网店、绑

定结算账户等业务，提高了便利性，实现边民互市交易

流程智慧化。

4.3 进一步推进互市贸易及其产业链发展

怒江州在纵向发展方面，重视“能力人”的培养，

加大产业链同环节的技术研发、产品开发和市场开发，

提高产业链的效率和质量；加强对覆盖互市商品交易产

业链的数据建设，让互市数据成为产业链发展的资本，

为产业链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在互市商品落地加工的

“互惠经济”发展中，既可采用以资源互补性强的“共

享工厂”吸引社会。资本参与的发展模式，也可采用对

盈利性要求相对较低的集体经济与互助组织互助发展

的模式。

5 总结

通过以上调查研究可以得出边民作为国家互市政

策的核心主体和边疆地区的重要主体，通过边民互市实

现就业增收，而沿边民族地区具有内联外引的作用,促

进加快沿边地区从“通道经济”向“口岸经济”转型,

有利于将沿边民族地区与周边国家相毗邻的区位优势

充分转化为经济发展优势,有利于将沿边民族地区从对

外开放边缘地区转化为对外开放前沿窗口,有利于增强

沿边民族地区的自我发展能力,有利于兴边富民,有利

于解决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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